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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工聯會立法會選舉政綱 

 

 

工聯，為權益．爭工道，參政為勞工！ 
 
 工聯會參與各級議會選舉，要求政府更新理財哲學，

發展「就業優先」的多元經濟，重視勞工權益，以廣

大市民福祉為依歸。工聯會參選，決心實踐「參政為

勞工」的理念。 

 

競選政綱：  為權益‧爭工道 

打工仔女是香港社會的支柱，也是每個家庭的棟樑，可是在強

資本、弱勞工的社會不公平狀況下，本港的勞工權益保障不足。 

要扭轉狀況，打工仔女需要團結，需要凝聚力量。我們要令勞

動更有價值、要使生活更有空間、要讓居住更加穩定、要趨社

會更為公平。工聯會由勞工開始，向社會出發，貫徹始終為打

工仔女打拼，為權益，爭公道。 

公道自在人心，工道始於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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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可以更有 SAY 
“政府施政傾斜商界，僱員地位難逃弱勢。權益被

剝削，聲音被漠視，前路被阻隔。要扭轉劣勢，打

工仔女必須更團結、更強大、更積極。完善僱傭政

策，推動勞工權益，刻不容緩。” 

  

我們的主張： 

1. 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堅決反對擴大輸入外勞； 

 

2. 要求政府立法訂定標準工時為每周 44 小時，超時工作以時薪

1.5 倍計算，杜絕僱員無償超時工作的歪風； 

 

3. 要求政府取消強積金與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安排，保

障僱員應有權益； 

 

4. 爭取劃一法定假日及公眾假期的日數為 17 天，從而消除這兩

種假期制度存在的不公平問題； 

 

5. 爭取每年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進行檢討，解決金額嚴重滯後的

問題； 

 

6. 改善、推動和落實各項家庭友善的僱傭措施，包括延長法定產

假至 14 周及產假薪酬增加至全薪、設立產後工作保障期、增加法

定侍產假至 7 天、增加託兒服務從而釋放潛在婦女勞動力，以及

消除職場年齡歧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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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積極推動職業安全健康，包括盡快檢討《僱員補償條例》受保

障範圍、設立「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保障現時未能受保

的僱員，並為高危行業僱員提供購買勞工保險； 

 

8. 檢討職業教育和訓練，推動「教育職學雙軌制」，增加相關的

支援和配套，為青年人提供傳統教育以外的多元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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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可以更多元 
 “金融、地產絕不應是我們未來的唯一選擇！過去幾

十年，本港經濟既被大財團壟斷，同時產業亦趨單一，

新一代的就業空間不斷收窄。唯有認真發展多元產業，

推動「就業為優先的經濟發展策略」，為經濟持續健

康發展樹立更多支柱，才是我們的出路！” 

我們的主張： 

1. 落實「就業為優先的經濟發展策略」，以改善民生，創造多元

工作為目標，為本港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更多、更闊的出路； 

 

2. 積極發展新興產業，包括文化創意及環保等產業，充實經濟內

涵，為本港人才，特別是年青人提供多元就業和發展機會； 

 

3. 支持推動創新科技發展，推動本港「再工業化」及發明創新行業，

鼓勵高增值工業回流本港，發展「香港製造」品牌，為技術工人

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 

 

4. 鞏固和深化支柱產業的優勢，支持各行業鞏固傳統業務，如貿

易及物流業、金融業及專業服務朝着高增值方向雙軌發展，保障

及增加從業員的就業機會； 

 

5. 推動旅遊業多元發展，改善現有旅遊設施和開發新景點，致力發

展「體驗式旅遊」，包括本地深度遊、文化遊及生態遊，以提升

「旅遊品質」、同時儘快成立旅遊業監管局，扭轉現時本港旅遊

業發展只重量不重質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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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推動「街頭經濟」發展，為小本經營者提供生存條件，例如

在各區設置特色墟市或市集、全面檢討小販政策，肯定小販活動

的社會價值，從而促進基層經濟活動發展，幫助基層市民自力更

生； 

 

7. 把握國家「一帶一路」發展策略及「十三五」規劃所帶來的

新機遇，加強香港和內地、海外的經濟聯繫，強化本港作為國際

金融、商貿和航運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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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可以更團結 
“守法、包容、穩定的社會環境，是解決社會問

題的基本條件；而建構一個更團結的社會，才

可以令打工仔女安居樂業，令勞工權益得以推

進，令香港繼續成功。” 

我們的主張： 

1. 政制發展以依法落實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為最終目標； 

 

2. 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強調中

港兩地密不可分，堅決反對「港獨」主張，嚴格按照《基本法》

辦事，並致力保障市民，特別是基層勞工及弱勢社群的基本權利； 

 

3. 秉持「支持、合作；批評、監督」的方針處理與特區政府的關係，

監督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力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4. 反對動輒拉布，濫用議事程序的議政方式，避免香港長期內耗、

空轉的情況持續下去； 

 

5. 適度下放權力予區議會，使各區更有效地處理地區的管理和環境

衞生問題； 

 

6. 政府應聆聽青年人的聲音，透過各個諮詢組織，增設平台，廣

納意見，共同推動社會發展； 

 

7. 集思廣益，透過政策推動改善社會環境，創造上流機會予不同

階層，增加社會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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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可以更容易 
“一個安樂窩，是不少市民的生活目標；能夠安居

才可以組織家庭，無後顧地拚搏事業，持續地改善

生活質素；我們希望優化本港土地房屋政策，令市

民安居可以更加容易。” 

我們的主張：  

1. 要求將未來十年公營房屋興建目標增至每年 3.3 萬個以上； 

 

2. 完善本港房屋階梯，增加資助房屋的類型，包括推行「安居易」

夾心階層置業計劃，並推動惠及各階層的置業方案； 

 

3. 盡快訂定重建老舊公共屋邨時間表； 

 

4. 檢討市建局和房協在市區更新的角色，增加兩個公營機構提供

的資助房屋數量； 

 

5. 要求調整公屋管理機制，包括檢討租金可加可減機制、「非

長者一人申請者」計分制；同時要求檢討公屋編配政策，更細分

地提供可選擇分區； 

 

6. 要求檢討《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爭取為有需要的家

庭提供租金津貼，並配合租金管制及空置稅等一同實施，以

多管齊下紓緩租住私人樓宇市民的負擔； 

 

7. 加強打擊大廈維修「圍標」行為，保障業主權益；並為「三無

大廈」提供物業管理支援，提高業主管理物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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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支持繼續規劃新發展區及增加土地供應，如發展洪水橋及元朗

南，同時要求政府制定新土地使用政策，如棕地政策，整合及善

用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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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可以更安定 
“勤力、拼搏從來都是為生活，為家人。付出半生努

力，就是期望身邊人有一世安穩。因此，扶貧助弱，

安老扶幼，醫療教育，絕不應是蒼白無力的承擔，

反而是我們共同守護家人，保存幸福的最大價值。 

 

我們的主張： 

社會福利 

1.  盡快落實「綜合退休保障計劃」，設立勞、資、官三方供款機

制，使全港市民老有所依，紓緩人口老化的財政壓力； 

 

2. 制訂完善的安老政策，全方位支援長者生活，當中包括放寬生

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申領及審查資格、擴展並優化兩元乘車優惠、

增加各區家居照顧服務及資助宿位； 

 

3. 深化扶貧力度，紓緩跨代及長者貧窮，優化各項社會福利措施，

推動福利可攜政策，適切協助有需要的市民； 

 

醫療衞生 

1. 促進「公私營醫療雙軌並行」健康發展，改善公立醫院醫護人

員之薪酬待遇，以挽留人才並提升服務質量；透過「公私營合作

模式」善用市場上的私營醫療資源，改善現時公私營醫療系統失

衡的情況； 

 

2. 盡快落實聯網資源分配制度改革， 並擴大「藥物名冊」，讓

醫療開支用得其所，及使更多有需要的病人得以受惠 

3. 優化醫療事故申訴機制，並盡快落實私營醫療規管的改革建議，



10  

以加強對病人的保障； 

 

4. 積極推動基層醫療發展，降低醫療券領取至 65 歲，同時完善

醫護人手的規劃和培訓，以確保本港有足夠的醫護人手，應付人

口老化所帶來的挑戰； 

 

民生事務 

1. 從根本減輕市民交通費負擔，包括要求盡快檢討巴士車費調整

機制及港鐵票價可加可減機制、成立票價穩定基金、推出跨交通

工具月票計劃、以及促使三條過海隧道分流解決交通擠塞； 

 

2. 立即恢復興建公眾街市，藉以引入競爭，制衡領展及大財團

壟斷，保障基層市民的消費權益； 

 

3. 加強規管電力公司，解決「多收」、「早收」電費問題，以促成

一個對市民更公平的電力市場，確保市民享有安全、可靠、有效

率、價格合理和環保的電力供應； 

 

4. 落實公平競爭措施，對付壟斷民生，影響基層的企業，如扭轉燃

料零售價「加多減少」問題、並要求回購領展； 

 

5. 修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例如將公眾街市納入社區設施

類別、戲院納入文娛設施類別等，以完善社區規劃，確立社區

內有足夠的生活配套； 

 

6.  維護消費者權益，特別要求加強打擊不法財務中介公司，完善業

內規管；以及設立預繳式消費冷靜期，減少過度推銷及商戶和客

戶之間的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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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仔女是社會建設的

最重要力量。工聯會作

為勞工組織，我們自當

竭力與全港勞工、基層

同行，為權益，爭工道！ 
  


